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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適

應輔導

一、加強推廣生

活適應輔導班

及活動，充實

輔導內容、教

材與教學方

法，加強種子

教師跨文化培

訓，鼓勵家屬

陪同參與。

內政部 陸委會

教育部

衛福部

勞動部

輔導會

地方政府

民政處 一、規劃辦理 110 年

度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 60 小時課

程。

二、課程內容：

( 一) 規劃有「社會教

育」、「多元文

化」、「個人需

求」、「親子教

育」等四大類別的

課程主題。

( 二) 另外開設新住民

機車考照班，規劃

有機車考照須知、

重點講解、交通號

    誌、標誌及手勢、

    肇事預防、駕駛道

    德、安全常識和急

    救常識，綜合題庫

    測驗及複習，交通

    法規、路考講解及

    實地演練等課程。

三、參與人數：

    學員共 23 人、眷

屬 32人，合計 55

人。學員依實際參

與之課程時數，核

發規劃我國國籍之

上課時數證明。

一、活動名稱：110

年度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班

二、辦理期程：110

年 7 月 31 日至

110 年 8 月 31

日。

三、參加對象：本縣

    已辦理結婚登記

    且已入境依親或

    定居之新住民及

    其家屬。

四、地點：

(一)新住民機車考照

    輔導班：宜蘭監

    理站

(二)新住民食在幸福

    班：宜萱新住民

    社區服務據點

五、本次課程主題有

    歸化國籍(國民的

    權益義務)、認識

    社會資源網絡、

    婦幼健康醫療保

    健、就業服務資

    源、婚姻及家庭

    經營、親職教育

    、機車考照等。

六、協助新住民取得

    機車駕照，達到

    教育遵守臺灣道

    路交通安全法規

    的實質功效。

七、提升新住民身體

    素養，增進婚姻

    與其家庭親人關

    係。

二、提供新住民

生活適應輔導

相關諮詢資料

服務窗口。

內政部 外交部

教育部

陸委會

衛福部

衛生局 針對該族群育齡婦女

提供生育保健諮詢及

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

健保產前檢查補助計

本縣 12鄉鎮市衛生所

提供新住民懷孕婦女

未納健保產前檢查補

助服務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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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11人。

教育處 一、全國家庭教育諮

詢專線 412-8185；

針對有親職、婚姻

困擾提供諮詢服

務，共計服務 36

人次( 男性 19 人

次，女性 17 人

次)；另個別化親

    職教育服務，共計

    服務 50 人次(男

性 11 人次，女性

39人次)

二、110年度辦理新住

民子女教育實施計

畫之學校共有公正

國小等 18校，共

計504,293元。

落實新住民語文課程

政策推動，協助申請

新住民子女適應教育

輔導、學習扶助等計

畫經費，透過資源整

合，以提供新住民教

育相關諮詢服務。

工旅處 有關提供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相關諮詢資

料服務窗口之部份，

新住民申請工商登記

服務案件自 110 年 7-

12月共15件。

登記案件 15件，其所

營業務分別為「餐館

業」4 件、「食品什

貨、飲料零售業」 4

件、「美髮服務業」2

件、「建材批發業」2

件、「文教、樂器、

育樂用品零售業」2

件、「太陽熱能設備

安裝工程業」1件。

社會處 服務案件：

一、諮詢案件：

  小計 40案(女:29；

男:11) 。

二、新開案案件：

   家訪、面訪小計 4

案(女:4案；男:0

案 ) ， 共 計 44

案。

三、其中網絡轉介：

    (女:28案、男:11

    案) 共計 39案。

一、本方案為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及

移民署宜蘭服務

站合作辦理，經

由移民署所提供

之每月出入境名

單，分別去電或

配合行動列車關

懷新住民生活適

應相關協助。

另，中心亦接受

網絡單位轉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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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經評估後符合

開案指標，便依

每案進行處遇服

務。

二、服務內容多為情

感支持、社會福

利服務提供( 經

濟補助、勞健

保、學習中文、

親子照顧及據點

服務等)。

勞工處 除於縣府設立就業服

務臺，另於溪南服務

中心派員駐點服務。

民政處 一、各戶政事務所單

一服務櫃檯全程協

助新住民申辦歸

化，110年 7月至

12 月辦理歸化 53

件 ( 女生:51 人，

男生:2人) ，受益

人數53人。

二、填報生活適應輔

導及諮詢服務單共

82 人次( 女生:78

人，男生:4人)，

提供新住民對於日

後有生活適應、社

政、衞政及就業等

方面需求之輔導及

諮詢管道，並通報

相關單位及早介

入。其中提供戶籍

登記相關戶政資訊

共 20件最多、其

次為提供國籍歸化

資訊 4件、協助轉

介衛生局 1件、勞

工處1件。

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均

設有新住民服務窗

口，提供新住民包括

歸化國籍、設立戶

籍、法令諮詢、生活

輔導、個案轉介等全

方位的服務。

三、強化新住民 內政部 地方政府 社會處 一、內政部移民署宜 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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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服務中心

及移民署各縣

市服務站功

能，成為資訊

溝通與服務傳

遞平臺。

衛福部 蘭站每月月初提

供新移民出入境

名冊，並函文請

新住民家庭服務

中心提供電話關

懷訪視及初步新

住民相關福利諮

詢。

服務內容項目包含：

宜蘭縣成人學習管

道、勞健保初步諮

詢、兒少相關補助、

就業服務協助等，並

視其狀況轉介相關網

絡資源及單位，提供

單一性服務窗口。

四、加強移民照

顧服務人員之

訓練，提升對

新住民服務

之文化敏感度

及品質。

各部會 地方政府 文化局 一、原預計於 7 月採

購東南亞國家幼

兒圖書 2萬元，

惟經洽多家書商

均表示貨運受疫

情影響致運送受

阻，爰 110 年未

採購東南亞語類

圖書。另統計

110 年 7-12 月購

有10冊東南亞旅

遊、歷史、文化

類相關書籍。

二、預計於 111 年 2

月下旬辦理多元

文化書展。

為使新住民能教導自

己的下一代學習母語

，提供新住民育兒用

書。

警察局 110 年 7-12 月份辦理

巡迴教育訓練計 8場

次，參加人數 94人。

本局各分局定期至轄

區派出所辦理巡迴教

育，加強基層員警受

理新住民家庭暴力案

件技巧及增加員警多

元文化認知。

衛生局 辦理業務聯繫會，強

化各鄉鎮市衛生所新

住民服務品質，計 12

人次。

於業務聯繫會，向各

鄉鎮市衛生所說明新

住民健康建卡與新住

民未納健保產前檢查

補助注意事項與服務

流程，提升新住民醫

療衛生保健之服務品

質。

教育處 一、110 年 8 月 21 日

辦理新住民語文教

本縣積極辦理新住民

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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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支援人員線上職

前研習， 計 20 位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工作人員參加。

二、110 年 10 月 2-3

日、16-17 日及 11

月 7 日辦理本縣

110 學年度新住民

語文教學支援人員

認證資格研習，共

有23人報名參與，

並培訓通過 12位教

學支援人員。

能課程。研習大致有

資格研習、回流研

習、職前教育研習及

學習工作坊等類型，

透過研習課程讓新住

民老師應用新住民語

文教學教法、多元文

化教學精進、鼓勵共

同製作教具及認識我

國教育制度，使縣內

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

提升，並以培訓新住

民語文教學師資為目

的，達到充實縣內多

元文化課程師資。

秘書處 110 年 10 月 15 日(星

期五)於本府文康中心

針對本府各單位暨所

屬機關學校承辦相關

業務同仁辦理有關消

費者及多元文化族群

相關生活法令教育課

程訓練，計 52人次參

訓。

工旅處 本年志工共計 81 人

(含新住民1位)

分別於宜蘭旅遊服務

中心、礁溪旅遊服務

中心、親水公園及冬

山河生態綠舟服勤。

勞工處 派員參與相關培訓課

程如下:

一、110 年 8 月 17 日

派員參加個別化家

庭服務計畫與評估

會談技巧。

二、110 年 9月 16 日

派員參加消除一切

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推動計畫 110

年種子人員培訓計

畫。

透過課程培訓強化行

政人員視野及知能，

並加強互動聯繫及促

進彼此經驗交流，藉

以提升對新住民服務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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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 9 月 27

日、28日派員參加

110 年度職場平權

種子師資培訓研習

會。

四、110年 12月 14日

派員參加 110 年度

各級勞動行政人員

訓練。

社會處 社會處(新住民中心)

今年辦理培訓課程如

下：

一、社工人員相關教

育訓練 7-12月間，

共計完成受訓 124

小時。

二、志工訓練針對性

平課程，對於性別

意識培力將規劃

9/6-10/13間辦理；

18小時課程。

藉由一系列專業訓練

及課程，讓新住民輔

導人員，包含：新住

民志工、種子教師、

婦女及新住民據點專

業人員及社會工作人

員能從認知面及有系

統進行培訓。

民政處 內政部業於 110 年 12

月辦理國籍法規業務

研習，本縣指派 8 名

戶政人員參訓。

此次訓練課程內容包

含國籍法規與實務，

國籍變更案件與實務

分析，提高戶政人員

辦理新住民國籍案件

的專業知識，熟悉相

關法規，提供更優質

的服務。

五、結合民間團

體之資源，強

化移民輔導網

絡與溝通平

臺，發展地區

性新住民服務

措施，提供新

住民社區化之

服務據點及轉

介服務，強化

社區服務功

內政部

衛福部

陸委會

地方政府

衛生局 由 10鄉鎮（大同鄉、

南澳鄉除外）共 21位

新住民，擔任新住民

生育保健通譯員，提

供越南語或印尼語通

譯服務，共計服務

2,394 小 時 ， 服 務

16,315人次。

鄉鎮市衛生所針對新

住民通譯員所屬國籍

別文化特色，協助該

族群個案，提供醫療

衛生保健關懷及諮

詢，另提供家庭訪視

服務，針對新住民及

其家庭與子女之健康

諮詢與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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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六、提供民事刑

事訴訟法律諮

詢及通譯服

務。

法務部

內政部

地方政府 秘書處 統計本府於 110年度7

月至12月提供法律諮

詢服務個案中，新住

民計有 4人次（女姓 4

人，皆為大陸籍），4

人均歸化國籍多年，

語言溝通無障礙，故

尚無提供通譯服務之

需求者。（若有需

求，將請社會處協助

安排）

一、本府（秘書處、

社會處）於每週

固定時段安排律

師乙名提供一般

民眾法律諮詢服

務。

二、本縣各鄉鎮市公

所（大同鄉及南

澳鄉公所除外）

及財團法人法律

扶助基金會宜蘭

分會亦於固定時

段安排律師提供

一般民眾法律諮

詢服務。

七、強化通譯人

才培訓。

各機關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於 110 年 4 月 19

日、4月 23 日、4月

26日、4月 30日辦理

4場次新住民生育保健

通譯員教育訓練，計

有25人參加，包括通

譯員與新住民。

持續辦理新住民生育

保健通譯員之訓練，

強化通譯人員婦幼保

健、兒童保健、癌症

篩檢及慢性病防治之

認知。

社會處 一、 計畫名稱：「110

年度宜蘭縣新住民

通譯人員培訓課

程」。

二、 辦理時間：於

110 年 8 月 14 日

( 六) 、15 日( 日)

辦理，共計 15 小

時。

三、 完成結訓人員共

計 30 名( 越南 18

名、泰國2名、柬

埔寨 1名、印尼 5

名、菲律賓 3名、

馬來西亞 1 名;；

男性 2 名，女性

18名）。

此次訓練課程內容：

多元文化與性別平等

(2 小時) 、通譯相關

法律概念 ( 2 小時) 、

助人技巧與演練(2 小

時)、性騷擾及家暴性

侵害防治(警察局婦幼

隊) ( 2 小時) 、通譯服

務專業倫理及通譯服

務 實 務 經 驗 (2 小

時)、通譯服務態度與

技巧及常見問題(2 小

時)、通譯服務實務演

練(2 小時) 、警政業

務暨人口販運宣導(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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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今年首度與警察

局共同辦理，提供

不同領域課程，原

訂以線上模式辦理

後因疫情趨緩，恢

復以實體課程辦

理，並遵照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防疫規

定。

八、對設籍前新

住民提供遭逢

特殊境遇相關

福利及扶助服

務。

地方政

府

社會處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社

會救助計畫：7-12 月

補助5人計 4萬 5,000

元。

提供設籍前新住民 生

活補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喪葬補助

及產婦營養補助等，

能實際幫助弱勢新住

民家 庭，讓受助家庭

能獲得更多福利福

務。

醫療生

育保健

一、輔導新住民

加入全民健康

保險。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計服務 9 案新住民配

偶（外籍 4案；大陸5

案) ，提供該族群一般

健康指導及生育健康

指導。

針對辦理結婚登記之

新住民建卡管理，輔

導未加入全民健康保

險新住民提供服務諮

詢。

二、提供周延之

生育遺傳服務

措施減免費用

之補助。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共計 77 位新生兒 (男

生 41人、女生 36人)

接受新生兒代謝篩檢

費用減免補助。

提供新生兒代謝篩檢

服務費用之補助。

三、提供新住民

孕婦一般性產

前檢查服務及

設籍前未納入

健保者產前檢

查之服務及補

助。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提供未納入健保者免

費的 14次產前檢查，

申請人數計 11 人( 外

籍 4人、大陸7人)。

提供孕婦一般產前檢

查，及設籍前未納入

健保者，產前檢查服

務及補助。

四、辦理新住民

健康照護管

理，促進身

心健康環境之

建立，製作多

國語版衛生教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孕婦及兒童手冊計有

中英、中印、中越、

中泰及中柬 5 種語

言。

協助發放多國語言孕

婦手冊及兒童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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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宣導教材，

規劃辦理醫療

人員多元文化

教育研習與活

動。

保障就

業權益

一、提供新住民

就業服務，包

含求職登記、

就業諮詢、辦

理就業促進研

習及就業推

介。

勞動部地方政府 勞工處 一、新住民就業服務

宣導 8 至 12 月參

加人數計 59 人

(女性 37人，男性

22 人) 。7 月因疫

情影響暫停辦理。

二、新住民 7-12 月就

業服務案統計如

下：經本縣就業服

務臺登記求職人數

為 21 人 ( 女

性 ) ， 10 人已就

業，2 人未就業

(家庭因素)，9人

未能聯繫上( 手機

無 人 接 聽 及 空

號)。

三、7 至 12 月辦理

「促進特定對象及

就業弱勢者就業服

務計畫」課程 16

場次，共計有新住

民 25 人次( 均為

女性) 參加。

一、辦理新住民就業

服務宣導，藉由

此宣導讓新住民

朋友了解就業服

務及職業訓練相

關資訊。    

二、已就業 10人，其

中 7 人從事餐飲

業、2人從事製造

業、1人安心上工

人員，另外 11 人

未就業，其中有2

人需照顧家庭，

另 9 人未能聯繫

上( 手機無人接聽

及空號)。

三、藉由課程研習協

    助了解就業市場

    及求 職管道之相

    關資訊，並提供

    自傳、履歷撰寫

    教學及透過經驗

    分享方式，提升

    學員就業促進能

    力;另辦理職場參

    訪，提供參與學

    員做為就創業前

    或二度就業之準

    備。

工商旅遊

處

新住民申請商業登記

服務案件自 110 年 7-

12月共計15件。

登記案件 15件，其所

營業務分別為「餐館

業」4 件、「食品什

貨、飲料零售業」 4

件、「美髮服務業」2

件、「建材批發業」2

件、「文教、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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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用品零售業」2

件、「太陽熱能設備

安裝工程業」1件。

二、提供職業訓

練，協助新住

民提升就業及

創業能力。

 勞動部 地方政

府 

勞工處 一、7 至 12 月辦理

「照顧服務員專班

訓練」5班次，合

格結訓 143人，其

中新住民學員1人

(女性) 。

二、 7 至 12 月辦理

「專業美容美體師

實務班」、「民宿

文經營管理暨在地

小 農 創 意 調 飲

班」、「母嬰月子

   照護培訓班」、

「部落輕旅導覽暨

文 創 小 物 行 銷

班 」 、 「 木 工

裝潢暨手作傢俱實

務班」、「節能水

電 及 家 電 維 修

班」、「烘焙證照

輔導暨創業實務

班」及「異國風味

餐在地化研習班

」，共8班計有新

住民 26 人參訓

( 女性 ) ，皆已結

訓 ， 後 續 將 追

蹤就業情形。

三、7 至 12 月辦理

「家事服務員職前

訓練班」第 2 梯

次 ， 共 結 訓 27

人，其中計有新住

民 3 人參訓 ( 女

性) 。

提供職業訓練，協助

新住民提升就業及創

業能力。並藉此訓練

課程提高就業技能，

促進其專業知能，使

其有一技之長，以利

日後就業維持家庭經

濟。

三、營造友善新

住民職場環境

以消除就業歧

 勞動部 地方政府 勞工處 一、本處 9月 10日於

宜蘭科學園區、9

月25日於羅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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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化工場、10月 16

日於丟丟噹森林

廣場及 11 月 13

日冬山車站辦理

徵才活動時，於

活動現場宣導營

造友善新住民職

場環境以消除就

業歧視，創造勞

資關係和諧。

二、 10月 6日於香格

里拉渡假飯店雇

主座談會時，辦

理防制就業歧視

宣導，並發放就

業歧視宣導資

料。

提升教

育文化

一、加強新住民

及其子女教育

規劃，培育多

元文化課程師

資。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一、依據教育部統計

處資料，110 學年

度本縣國中小新住

民子女數共 2,278

人，佔全國國中、

國小新住民學生數

約 1.78%；佔本縣

國中、國小學生全

體學生數8.1%。

二、推動新住民語文

課程：

( 一)  110 學年度實體

開班授課。本縣國

小 35校、國中 15

校，共 50校申請

開課，開設121班

(國小 90班；國中

31 班) 。 獲國教

署 核 定 258 萬

7,004元，部分補

227 萬 6,563 元，

縣 款 31 萬 441

元。

        ( 二) 110學年

一、為加強縣內新住

民及其子女教育

規劃，本府積極

爭取教育部補助

新住民子女教育

相關計畫，鼓勵

辦理新住民多元

文化日、親職教

育講座，拉進新

住民家庭與學校

連結，服務新住

民 子女學 習成

長。

二、因應 12年國教課

綱，本縣積極推

廣辦理新住民語

課程，110學年度

本縣共開設 134

班( 實體及遠距課

程) ，提供縣內學

子學習新住民語

文，並從課程了

解新住民多元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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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新住民語文遠距

教學課程，本縣共

有7所國小申請，

開設 13 班。遠距

教學陪讀工作人員

經費已獲國教署核

定 20 萬 623 元，

部分補助 17 萬

6,545 元，縣款 2

萬4,078元。

三、新住民語文課程

師資培能：

( 一) 截至 110 年本縣

共培訓 71 位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

員，投入本縣新住

民語文及多元文化

課程課程教學。

(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

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人員職前教育研

習，共有 21 人報

名參與。

三、本縣積極辦理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人 員 培能課

程。研習大致有

資格研習、回流

研習、職前教育

研習及學習工作

坊等類型，透過

研習課程讓新住

民老師應用新住

民語文 教 學 教

法、多元文化教

學精進、鼓勵共

同製作教具及認

識 我 國 教 育制

度，使縣內新住

民語文課程教學

提升，並以培訓

新住民語文教學

師資為目的，達

到充實縣內多元

文化課程師資。

文化局 110年目前計有2名越

南籍，2名中國籍及1

名香港籍新住民故事

志工，分別於羅東鎮

立圖書館與文化局圖

書館參與說故事活

動。7-12 月間新住民

故事志工參與「假日

故事劇場」活動，計

16場次，286人次。

110 年招募 1 名越南

籍實習故事志工(明年

正式聘用) ，並賡續培

訓 5 名新住民志工說

故事技巧，帶領其成

為醜小鴨故事劇團說

故事成員，每月定期

於羅東鎮立圖書館、

文化局圖書館辦理

「假日故事劇場」活

動，以協助本縣推廣

閱讀。

二、強化新住民

家庭教育以提

升其教育子女

之知能，並將

跨國婚姻、多

元家庭及性別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 年度 7-12 月共辦

理共 48場次，1399人

次參加 ( 女性 1233

人；男性 166人)。

一、「新住民家庭生

活適應輔導班」

增進新住民對經

營家庭與婚姻知

能的了解。

二、「我生命中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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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觀念納入

家庭教育宣

導。

別主題婦女成長

團體」以故事書

籍、新聞事件、

生活經驗之方式

，讓參加者能在

課程中透過彼此

分享，並回顧整

理生活中實際或

間接事件和透過

團體成員不同的

看法重新詮釋並

以新的觀點開展

視野面對生活中

的性別議題。

三、「培力家庭增能

教育」增進新住

民對國內家庭議

題相關法律的了

解，進而學習維

護自己的權益。

   運用藝術方式呈

現新住民女性在

台生活，在母國

文化與在地文化

薰陶下所產生出

的生活態度與方

法。

四、「編織幸福家-無

    處不性別」透過

    連續 4 次之課

程，安排講座、

分組討論、短片

心得分享等活動

型式，進行性別

議題探討，了解

性別角色與婚姻

的關係，檢視自

身對性別之看法

及偏見，建立性

別平等意識，並

學習正向溝通技

巧，在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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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性別角色

下，對及處理婚

姻中的衝突，使

婚 姻 生 活更美

滿。

三、辦理新住民

之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以

培養文化適應

及生活所需之

語文能力，並

進一步作為進

入各種學習管

道，取得正式

學歷之基礎。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一、為提升新住民之

    識字能力，110年

    度教育部核定成人

    基本教育計畫，本

    縣計有黎明國小等

    8校 16班，計畫

    執行期程至110年

    12月 31日，目前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開班情如下：

(一)普通班成教班：

     計有黎明國小、

     羅東國小、公正

     國小、大里國小

     及南安國小等5

     校 7班，參加人

     數為 100人。

(二)新住民成教班：

    計有黎明國小、羅

東國小、公正國

小、人文國中小、

龍潭國小、馬賽國

小及南安國小等 7

校 12 班，參加人

數為 230人。

二、本縣計有高中進

修部 1校(南澳高

中) 、國中補校 4

校（復興國中、頭

城國中、東光國

中、蘇澳國中 ) 及

國小補校 10 校

（中山國小、南安

    國小、古亭國小、

    冬山國小、礁溪國

    小、學進國小、羅

一、為降低不識字人

口，並提升新住

民生活適應能力

，由本府教育處

向教育部申請本

計畫，並依學員

背景及程度 規劃

初級、中級、

高級班別等，協

助不識字家人及

新住民學習本國

文及文 化風俗等

知能。

二、請各校宣導鼓勵

新住民參加自學

學力鑑定考試，

以取得本國學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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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國小、同樂國小

    、二城國小、大隱

     國小) ，共 15校

38 班，計 328 人

參加。 

四、辦理新住民

成人基本教育

師資研習及補

充教材研發，

並將教材上網

資源分享，以

提升教學品

質。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教育部委請國家教育

研究院辦理「新住民

成人基本教育師資研

習班」共 2場次，第

一梯：110 年 9月 27

日至 29 日，第二梯

次次：110 年 10 月

20日至 22日，地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

院區。

教育部為提升成人基

本教育師資素質，學

習成人基本教育教學

經驗及教材教法，特

辦理研習活動，以培

養成人基本教育師資

之教學能力。

五、補助地方政

府成立新住民

學習中心，辦

理家庭教育活

動或多元文化

學習課程等相

關學習課程，

提供近便性學

習。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新住民學習中心:

已辦理 88場次課程活

動，參與人次共計

1760 人次) ，說明如

下：

(ㄧ) 社區教育課程：

辦理 4 場，參與

人次80人。

( 二)語言學習課程：

辦理 10 場，參

與人次200人。

(三) 人文鄉土課程(含

多元文化宣導活

動 ) ：辦理 31

場，參與人次

620人。

( 四) 家庭教育課程：

辦理 17 場，參

與人次340人。

( 五) 法令常識課程：

辦理 2場，參與

人次 40人。

( 六 ) 多元培力課程

（生活技能學

習）：辦理 21

場，參與人次

本縣新住民學習中心

於規劃辦理社區教

育、語言學習、文化

學習活動、家庭教育

活動、法令常識、多

元培力生活技能學習

及政策宣導等七大類

課程，提供本縣新住

民多元課程、補充性

及學習性服務。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420人。

( 七) 政策宣導或其他

課程：辦理3場

次，參與人次

60人。

六、結合地方政

府與學校特

色，於寒暑假

辦理東南亞語

言樂學計畫，

鼓勵學生學習

及體驗東南亞

語文。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度新住民語文樂

學活動，教育部國教

署補助本縣利澤國

小、冬山國小、南屏

國小及公正國小等 4

校，計畫經費已獲國

教署核定 27 萬 4,204

元，部分補助 24 萬

1,298 元，縣款 3 萬

2,906元。

透過寒暑假樂學營隊

及課後親子共學之課

程舉行，讓親子體驗

東南亞在地文化及增

進學習東南亞語文，

促進親子互動及國際

觀。

七、編製新住民

語文學習內容

教科書。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有關新住民語文學習

教科書，現以教育部

編製七國語言為主：

越南、印尼、泰國、

緬甸、柬埔寨、菲律

賓及馬來西亞語文。

教育部以東南亞七國

語言為主，統一編製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科

書，並為國中小新住

民語文選修課程指定

教科書。另外，本縣

亦透過研習鼓勵並協

助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人員自製多元文化

教材。

八、對新住民及

其子女頒發獎

助學金，鼓勵

積極努力向

學。

內政部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09學年度新住民及其

子女培力與獎助( 勵)

學金計畫：

一、宜蘭縣(含轄內國

立高中職) 新住民

子女清寒獎助學

金，共有 59位學

生受獎助。國小

部分 21 位；國中

部分 19位；轄內

國立高中職部分

19位。

二、宜蘭縣(含轄內國

立高中職)新住民

子女獎助學金，

有關新住民及其子女

頒發獎助學金，本府

主要負責推廣並鼓勵

縣轄學校積極推薦學

生申請獎助計畫。110

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

女培力與獎助( 勵) 學

金計畫，將於 111 年

度上旬進行申請作

業。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共有63位學生受

獎助。國小部分

33 位；國中部分

18 位；轄內國立

高中職部分 12

位。

協助子

女教養

一、將新住民子

女全面納入嬰

幼兒健康保障

系統。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110 年 7 月至 12 月，

本縣新住民子女出生

數計 82人，皆已接受

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

常疾病篩檢。

本縣新住民子女皆已

納入婦幼健康管理整

合系統，提供新生兒

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

篩檢，並提供衛生保

健服務。

二、加強辦理新

住民子女之兒

童發展篩檢工

作。

衛福部 地方政府 衛生局 一、新住民子女接受

預防接種時同時提

供篩檢服務，本期

服務共計 80 人

(男生 42人、女生

38人) ，篩檢皆無

異常。

二、新住民子女接受

新生兒聽力篩檢服

務，本期服務共計

80 人 ( 男生 42

人 、 女 生 38

人) ，篩檢皆無異

常。

一、本縣12鄉鎮市衛

    生所於預防保健

    門診時段，提供

    新住民子女之兒

    童發展篩檢免費

    服務。

二、針對新生兒執行

    聽力篩檢服務，

    協助「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透過新生兒聽力

    篩檢及早發現，

    及早接受善、適

    切的療育。

社會處 一、早療通報轉介中

心 110 年 7-12

月：0-3歲合計新

增通報 109 人，

新住民子女 14 人

(12 人領有遲緩證

明/ 2 人為疑似發

展遲緩 ) ；3-6 歲

新 增 通 報 174

人，新住民子女

10 人(6 人領有遲

緩證明，4人為疑

似發展遲緩) 。

於篩檢活動辦理時，

針對托嬰中心/幼兒

園/親子館人員針對兒

童發展階段應注意事

項及發展遲緩幼童可

進行之處理/通報程序

說明。

三、對有發展遲 衛福部 教育部 社會處 一、早療個案管理中 一、依個案需求評估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緩之新住民子

女，提供早期

療育服務。

地方政府 心 110 年 7-12

月：提供 37 名新

住民子女早療個

管服務(3 人領有

身障證明、21 人

領有發展遲緩證

明、13 人為疑似

發展遲緩) 。

進行訪視、參與

轉銜/研判會議、

陪同就醫/聯合評

估等服務。

二、協助家庭資源銜

接、申辦福利補

助等等，提供支

持性、補充性服

務，增權家庭功

能。

三、增加家庭成員親

職技巧與能力，

強化家庭功能。

四、透過社區資源連

結與合作，使家

長能就近運用社

區資源，達到社

區資源最大化運

用。

四、加強輔導新

住民子女之語

言及社會文化

學習，提供其

課後學習輔

導，增加其適

應環境與學習

能力。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一、110學年學習扶助

方案，扶助新住民

子女計334人。

二、國小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110 學年

度第一學期共 68

校開設，共開設

246班。

三、110學年度國教署

及本府補助辦理新

住民子女華語補救

教學課程共有5校

申請。（分別為光

復國小、黎明國

小、三星國中、冬

山國中及國華國

中），共扶助7位

新住民子女學習。

四、110年度新住民子

女教育實施計畫，

共 18校申請，獲

核

一、學習扶助方案，

    係為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能，確保

    學生基本學力，

    落實教育機會均

    等。

二、國小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係提供生 

    活照顧及學校輔

    導之多元服務，

    希冀透過教師的

    愛心關懷與耐心

    指導，陪伴學生

    學習。

三、新住民子女華語

    補救教學課程係

    為協助新住民子

    女適應日常生活

    學習之華語能力

    。

四、新住民子女教育

    實施計畫，落實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定經費計50萬

    4,293元。

    新住民語文政策

    推動，協助新住

    民子女適應教育

    輔導及校內認識

    多元文化，增進

    族群尊重交流。

五、辦理教師新

住民多元文化

研習，提升教

師多元文化素

養。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度國教署核定新

住民子女教育計畫經

費計 50萬 4,293 元，

央款 44 萬 3,777 元、

縣配合款 6 萬 516

元，計 18 校申請 29

件計畫。當中分別由

公正國小與文化國中

有申請舉辦教師新住

民多元文化研習。

本縣透過教師新住民

多元文化研習，經由

多元文化研習課程，

使縣內現職教師共同

參與認識新住民多元

特色文化。

六、辦理全國性

多語多元文化

繪本親子共讀

心得感想甄選

比賽，促進親

子共學。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教育部國教署委請臺

東縣政府辦理「110年

度全國性多語多元文

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

感想甄選比賽」，參

加對象為全國公私立

幼兒園、國小學生、

國中學生，收件期間

為 110 年 8月 31 日起

至10月 1日止。

加強新住民子女展現

多元文化學習成就，

提升多元文化體認與

交流。

七、提供新住民

兒少高關懷學

生及跨國銜轉

學生之協處情

形與脆弱家庭

訪視服務。

教育部

衛福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一、新住民關懷學生

數 109 人，配合

學校校安通報系

統通報，並由輔

導人員進行家訪

(因疫情影響皆改

為電訪，次數為

109人次)。

二、本縣 110 年辦理

高關懷學生之輔

導及彈性課程共

有 4 校。 ( 復

興、宜蘭、三

星、中華國中) 計

一、透過現有機制，

發揮應有功能，

給予學生家庭實

質協助，發揮社

安網精神。

二、針對有家庭教育

困境的家長提供

諮詢，以陪伴、

支持的方式共同

面對困境，並尋

求解決之道。

三、落實學校針對高

關懷學生之輔導

及彈性課程。



重點

工作
具 體 措 施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13人。

社會處 社會處(兒少科) ：

統計時間:110年 4至

12月份

一、110年有服務新住

民兒少之民間團

體有1間。

二、兒童課後臨托與

照顧服務人數為

20 人、服務人次

為 1,540人。

110年承接小衛星方案

的民間團體中，共有

10間民間單位有服務

到新住民，進行的服

務有兒童課後臨托與

照顧服務。藉此多元

活動來服務新住民家

庭之兒少，提供預防

性、支持性及發展性

服務。

人身安

全保護

一、整合相關服

務資源，加強

受暴新住民之

保護扶助措施

及通譯服務。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

法務部 警察局 110 年 7-12 月份受理

聲請保護令計 10件，

皆為通常保護令。

依受暴新住民需求，

協助其聲請保護令。

社會處 一、個案量：

(1)110 年 7-12 月新進

案量為 28案，其

中 24 案為親密關

係暴力；4案為其

他家虐( 其中相對

人身分 2 案為婆

婆；2案為親子)

(2)109年 7-12 月新進

案量為 56案，其

中 49 案為親密關

係暴力，7案為其

他家虐(兩造關係

為婆媳、親子、四

等姻親親屬)。

(3) 與前一年同期新進

案比較減少 28

案，親密關係暴力

減少 25案；其他

家虐減少 3案。

二、提供服務項目：

(1)110 年 7-12 月提供

新住民保護扶助服

務共計 1,265 人

次，其中通譯服務

11 人次；通常保

一、連結縣內家庭暴

    力相關服務資源

    網絡單位（警、

    衛、教育、庇護

    中心、相關民間

    團體），提供新

    住民相關保護扶

    助；另參與每月

    召開之高危機個

    案網絡會，針對

    列管為高危機之

    新住民個案，進

    行更高密度之強

    力安全服務。

二、服務案件樣態統

    計分析：

    衝突原因多重且

    複雜，然經統計

    過後發覺其中兩

    造間因個性或生

    活習慣不合佔 26%

    為最多；其次依

    序為酗酒占 19%；

    感情問題及財務

    支配或借貸分占

    13%；親屬間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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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體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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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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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護令 21人次。

(2) 109年7-12月提供

新住民保護扶助服

務共計 1,367 人

次，其中通譯服務

4人次；通常保護

令 10人次。

(3) 與前一年同期服務

次數比較，保護扶

助服減少 102 人

次，其中通譯服務

增加7人次；通常

保護令增加 11 人

次。

    問題及疑似罹患

    精神疾病分佔

    9%；子女教養問

    題及婆媳問題分

    為4%；性生活不

    協調及經濟狀況

    不佳分占 2%。

三、未有意願申請保

護令原因：

(1) 個人因素：

    條件交換、經濟

因素、維繫現存

關係。

(2) 家庭因素：

   相對人對家中成員

恐嚇或施壓、親

友勸說或施壓。

(3) 社會文化因素：

   對於上法院之負面

觀感與維持家庭

完整性的價值

觀。

二、參與保護性

案件服務之相

關人員，應加

強並落實家庭

暴力防治教育

訓練。

內政部

衛福部

外交部

教育部

地方政

府

法務部 警察局 於 110 年 11 月 25 召

集各分局家防官，辦

理相關教育訓練，提

升受( 處) 理家庭暴力

防治效能。

強化家防官受( 處) 婦

幼保護性案件專業知

能。

社會處 110 年 7-12 月兩名方

案社工參與家庭暴力

防治教育訓練，受訓

時數皆為 18小時。

透過衛生福利部、宜

蘭縣政府辦理家庭暴

力防治相關教育訓

練，以利加強與精進

社工之專業能力。

三、加強受暴新

住民緊急救援

措施，並積極

協助其處理相

關入出境、居

停留延期等問

題。

內政部 地方政府 警察局 一、巡迴教育訓練計 9

場次，參加人數

112人。

二、110 年 7-12 月份

受理新住民受暴案

件，計 26 人，占

整體處理受暴案件

5%，其中大陸籍

一、本局各分局定期

至轄區派出所辦

理巡迴教育，加

強基層員警受理

新住民家庭暴力

案件技巧及增加

員警多元文化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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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10 人、越南籍 9

人、菲律賓籍 1

人、印尼籍 4人、

柬埔寨籍1人、衣

索比亞籍1人。

二、落實受理並通報

新 住 民 家暴案

件。

社會處 社會處-社救科：

辦理設籍前新住民會

救助計畫：7-12月補

助5人計 4萬 5,000

元。

社會處-社工科：

一、服務案件樣態統

計分析：

(1)110 年 7-12 月提供

新住民庇護安置共

0人次；諮詢協談

746 人次；法律扶

助 174人次；(含

保護令服務 20 人

次)；陪同服務17

人次；經濟扶助 9

人次；轉介就業服

務 24人次；子女

問題協助 78 人次

(含轉知目睹服務

25人次)；其他扶

助134人次；責任

通報 0人次。 

(2)109年 7-12 月提供

新住民庇護安置共

6人次；諮詢協談

1,085 人次；法律

扶助 76 人次( 含

保護令服務 10 人

次)；陪同服務23

人次；經濟扶助

25 人次；轉介就

業服務 13 人次；

子女問題協助 65

人次(含目睹服務

19人次)；其他扶

社會處-社救科：

提供設籍前新住民生

活補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喪葬補助

及產婦營養補助等，

能實際幫 助弱勢新住

民家 庭，讓受助家庭

能 獲得更多福利服務

。

社會處-社工科：

一、接獲新住民通報

案件時，於 24小

時內指派社工提

供服務協助，並

依中央家暴處理

流程於 3 日內進

行初次聯繫。

二、兩造互為通報之

案件，被害人由

委外單位提供協

助，加害人則由

本府社工協助。

兩造社工則依案

情進行交流與

合作。

三、110 年 7-12 月期

間，受理之案件

中，7案服務對象

有居留及歸化問

題，協助其處理

在台居留議題以

維護其在台居留

權益及協助辦理

歸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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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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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量化統計 質化資訊

助74人次。

(3) 與前年同期案件數

比較庇護安置減少

6 人次；法律扶助

增加 98 人次( 含

保護令服務增加

10人次)；陪同服

務減少 6人次；

二、個案量：

(1)110 年 7-12 月期間

( 截止至 12 月 15

日) ，受理之案件

新住民為被害人為

27案，加害人為 1

案(兩造互為) 。

(2)109 年 7-12 月 期

間，受理之案件新

住民為被害人為

56案，加害人為4

案。(兩造互為)

( 3) 與去年同期案件數

比較受理之案件新

住民為被害人減少

29 案；為加害人

減少 3案。濟減少

16人次。

四、加強新住民

人身安全預防

宣導。

衛福部

地方政

府

警察局 一、本期 110 年 7-12

月，本局至內政部

移民署宣導婦幼人

身安全保護共1場

次，加強新住民家

暴、性侵害防治等

婦幼安全法律觀念

及自我保護方法，

宣導時間如下：

110 年 8 月 8

日、12 月 8 日，

人數約 60 人次

(男性 15人；女性

45人)。

一、至學校、社區設

攤宣導，以宣導

傳單加強新住民

人身安全概念，

並輔以有獎徵答

方式宣導婦幼相

關法律及諮詢管

道。

二、至宜蘭警察廣播

電台宣導新住民

家庭暴力防治觀

念，並告知相關

權益事項，以維

護新住民在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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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察廣播電臺臺

北總臺、宜蘭分臺

及正聲電台宣導計

有3場次。

活保障。

社會處 一、110 年 7-12 月共

辦理7場次：

 (1)8月 6日:

   新住民家庭員山服

務據點家暴防治宣

導講座，參與計

19人次。

 (2)8月 16日:

   移民署宜蘭服務站

家暴防治宣導講

座，參與計 16 人

次。

 (3)9月28日:

   五結鄉孝威社區家

暴防治宣導講座，

參與計25人次。

 (4)9月30日:

   羅東鎮婦女教室家

暴防治宣導講座，

參與計15人次。

 (5)10月 13日:

   壯圍鄉功勞社區家

暴防治宣導講座，

參與計28人次。

 (6)11月 1日:

   冬山鄉群英社區家

暴防治宣導講座，

參與計 40人次。

 (7)11月 17日:

   冬山鄉香和社區家

暴防治宣導講座，

參與計29人次。

 (8) 以上 7場次宣導

活動，共計受益

172人次。

一、於 7-12 月份至新

住 住 民 服 務 據

點、移民署宜蘭

服務站、地區婦

女教室及社區活

動中心，透過實

地宣導方式，使

參與成員能認識

家庭暴力及家庭

暴力防治網絡，

並能知悉家庭暴

力正式與非正式

之求助管道。

二、針對新住民族群

製作宣導品-口罩

盒及環保吸管

組，於宣導時發

送給新住民及社

區參與人員，並

於宣導品上方印

製多國語言防暴

文宣供新住民參

考，以利其對於

宣導 內 容 之瞭

解。

健全法

令制度

一、每半年檢討

各機關辦理情

內政部 各主、協

辦機關

民政處 一、本縣新住民人口

數截至 110 年 12

新住民管理及分析系

統網站授權本府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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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規劃辦

理整體績效評

估。

月更新資料共計

9,078 人 。（男

性： 538 人、女

性：8,540 人）其

中新住民人口數在

宜蘭市有 1,759

人 、羅東鎮有

1,130 人、蘇澳鎮

1,154人、頭城鎮

734 人、礁溪鄉

736 人、壯圍鄉

526 人、員山鄉

704 人、冬山鄉

1,003人、五 結鄉

776 人、三星鄉

444人、大同鄉 67

人、南澳鄉 44

人。

二、新住民來臺年份

數:

   未 滿 10 年佔

25%、10 年以上未

滿 20 年 佔

50%、20 年以上未

滿 30 年 佔

21%、30年以上佔

4%。

三、每年申請入境人

數：自 1995 年開

始入境人數逐年增

加，2003 年達到

最高峰，2005 年

後逐漸下降，2018

年入境人數僅剩

119人。

處、社會處、衛生局

等單位查詢最新新住

民人口數等資訊。

落實觀

念宣導

一、運用各種行

銷管道，協助

宣導國人相互

尊重、理解、

欣賞、關懷、

各部會 地方政府 文化局 一、文化局圖書館宜

蘭分區資源中心

外語館藏量計

3,748 冊 ， 其

中，東南亞語館

文化局圖書館宜蘭分

區資源中心設置外語

圖書專區，並由國家

圖書館每年統籌購置

西文及東南亞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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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對待及肯

定不同文化族

群之正向積極

態度，並鼓勵

推廣多元文化

及生活資訊。

藏計 1,600 冊，

佔外語館藏量

42.68%，東南亞

語館藏 110 年 7-

12月借閱情形計

32 人 次 、 36

冊。

二、「110 年度宜蘭

縣傳統戲曲社團

傳 承 補 助 計

畫」：

( 一)補助社團法人宜

蘭縣宜萱婦幼關

懷協會、同樂國

小、公正國小、

育英國小、宜蘭

國小附幼辦理歌

仔戲傳承，共23

名新住民學員。

( 二) 辦理「2021粉墨

展演-社團育成

匯演」:邀請社

團法人宜蘭縣宜

萱婦幼關懷協

會、同樂國小、

公正國小、育英

國小、宜蘭國小

附幼等，110 年

10 月 23、24日

於宜蘭演藝廳辦

理成果展演，共

2場次，觀賞人

次共360人。

書，分配給各縣市以

提供多元文化館藏，

促進知識交流。

參與成員包含來自中

國、印尼、越南、南

非、柬埔寨…等新住

民子女，家庭背景及

文化教育皆不同，透

過趣味的閩南語唱

念、戲劇扮演及暢遊

方式教學，讓不同文

化的住民們認識進而

喜歡歌仔戲，更讓戲

曲文化跨國界的交

流、互動，也對台語

從陌生到識字，最終

甚至可參與比賽獲得

佳績，在文化交流上

別具意義及重要性。

警察局 110 年 7-12 月份至警

察廣播電台宜蘭台宣

導計有3場次。

至警察廣播電臺臺北

臺、宜蘭臺及正聲廣

播電臺宣導新住民家

庭暴力防治觀念，並

告知相關權益事項，

以維護新住民在地生

活保障。

衛生局 辦理新住民生育保健 結合社區宣導及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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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宣導活動及講座

計 32場，共 2,109人

次參與。

關懷，協助及強化個

案語言溝通、生活適

應、親子關係、母乳

哺育、生育保健宣

導、健康飲食等。

教育處 新住民學習中心:

已辦理 88場次課程活

動，參與人次共計

1760 人次) ，說明如

下：

(ㄧ) 社區教育課程：

辦理 4場，參與

人次80人。

( 二)語言學習課程：

辦理 10 場，參

與人次200人。

(三) 人文鄉土課程(含

多元文化宣導活

動 ) ：辦理 31

場，參與人次

620人。

( 四) 家庭教育課程：

辦理 17 場，參

與人次340人。

( 五) 法令常識課程：

辦理2場，參與

人次 40人。

( 六 ) 多元培力課程

（生活技能學

習）：辦理 21

場，參與人次

420人。

( 七) 政策宣導或其他

課程：辦理 3場

次，參與人次60

人。

本縣新住民學習中心

於規劃辦理社區教

育、語言學習、文化

學習活動、家庭教育

活動、法令常識、多

元培力生活技能學習

及政策宣導等七大類

課程，提供本縣新住

民多元課程、補充性

及學習性服務。

秘書處 統計本府秘書處於 110

年 9月2、9、15、11

月 21 及 12 月 12 月配

合本府相關局處辦理

政令活動宣導法律諮

不定期配合本府相關

局處運用各種行銷管

道辦理多元文化及生

活法律服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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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管道計5場次。

工旅處 配合本府相關局處宣

傳活動及課程協助宣

導。

張貼海報協助宣導推

廣多元文化及生活資

訊。

勞工處 一、8 月 21 日於本縣

多元文化講座宣

導就業服務及職

業訓練等資源。

二、7 月 19日於勞工

處 FB 轉發推動

「新住民免費租

借筆電或平板服

務」貼文，共觸

及1,148人。

三、開齋節：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為

落實防疫及避免

群聚集會，增加

交叉感染及病毒

傳播之風險，今

年本府爰取消開

齋節之辦理，另

改以致贈穆斯林

移工宣導品、祝

福卡及防疫物資

等，以表達我國

祝福及友善之

意，並宣導移工

相關防疫措施，

冀望在臺工作之

穆斯林移工於防

疫期間，也能感

受到過節的喜悅

及台灣人之友

善。

轉貼內政部移民署訊

息，並附上宜蘭縣服

務站聯絡方式，歡迎

新住民朋友踴躍申

請。

社會處 一、辦理活動名稱：

「 資 訊 放 送

站」，辦理時

間：110年 1月 1

一、結合勞政、社

政、衛生、環保

及移民署等單位

共同辦理，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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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2 月 31 日，

共計辦理 5梯次

（因疫情嚴峻暫

停 5 月、7 月場

次並加開 8 月宣

導場次），服務

效益男45人、女

55 人，共計 100

人數。

二、辦理活動名稱：

「宜」起分享不

開火-「異國美

食」，辦理時

間：110年 10月

17 日 、 24

日、31日，共計

辦理 6場次，活

動服務效益為

212人數。

三、辦理活動名稱：

「110 年度新住

民數位行銷攻略

班」，辦理時

間：110年 11月

7日、13日、20

日，共計辦理18

小時，服務效益

為 69人次。

四、活動方案露

出方式透過：粉

絲 專 業 網

站、l i ne 群組、

活動海報張貼、

新住民培力發展

資訊網進行宣

廣。

習方式進行宣

導，內容包含衛

生保健(含珍愛

生命 -壓力指

數) 、社會福利

資源簡介，在台

居停留法令與權

益說明、環保意

識及多元文化等

面向。

二、本次延續由去年

培力的「種子

教 師 」 團 隊

們，帶領其繼

續進入到社區

且透過不同方

式-烹飪美食與

社 區 長 者 互

動，讓彼此更

加知悉及了解

不同在台多國

文化外，也能

更貼近享用多

元美食。

三、隨著網路時代的

爆炸，很多人都

是透過網路進行

行銷及嶄露自

我，冀望透過網

紅入門班，讓新

住民或其子女亦

能透過不同方

式，在台嶄露新

世代/新二代的

不同文化，達族

群融合。

 四、不定期配合本府

相關局處運用各

種行銷管道辦理

多元文化及生活

法律服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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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處 一、新住民生活適應

輔導班：110 年

7/31~8/31，學員

共 23 位、眷屬

32 人，合計 55

位。

二、多元文化講座：

    110 年 8/6、8/13

及 8/19三梯次，

共55位參與。

三、110年國際移民嘉

年華：110 年 11

月 27日於宜蘭化

龍一村辦理，約

有 800 位民眾參

與。

二、推動社區或

民間團體舉辦

多元文化相關

活動，鼓勵學

生與一般民眾

參與，促使積

極接納新住

民，並使國人

建立族群平等

與相互尊重接

納之觀念。

教育部 地方政府 教育處 110年度本縣新住民學

習中心預計辦理110

場次課程活動(已辦理

99場，參與人次約計

1,980人次)，說明如

下：

一、社區教育課程：

共預計辦理5場；

已辦理 4場，參與

人數80人。

二、語言學習課程：

閩南語初階、進階

課程，共預計辦理

15場；已辦理 10

場次，參與人數約

200人。

三、人文鄉土課程(含

多元文化宣導活

動) ：共預計辦理

34 場，已辦理 34

場，參與人次約

680人次。

四、家庭教育課程：

共預計辦理 21

場；已辦理 20

本縣新住民學習中心

於規劃辦理社區教育

、語文學習、人文鄉

土( 多元文化宣導)、

家庭教育、法令常識

、多元培力、政策宣

導七大類課程，提供

本縣新住民多元、補

充性及學習性服務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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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參與人次約

400人次。

五、法令常識課程：

共預計辦理3場；

已辦理2場，參與

人次約40人。

六、多元培力課程

（ 生 活 技 能 學

習）：共預計辦理

26場；已辦理 26

場，參與人次約

520人次。

七、政策宣導或其他

課程：共預計辦理

5場次，已辦理 3

場次；參與人次約

60人次。


